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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串亮眼的数字——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已成功申
报世界遗产 55 项。其中，文化遗产
37项、自然遗产14项、自然与文化双
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
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世界遗
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就，世界遗产国
际合作领域获得新进展。这些散布
在华夏大地上的世界遗产，不仅成为
中华文明的生动见证，也在人类文明
进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着璀璨
的光芒。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守护中华文
明根脉

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星
散在古老的大地上，37项享誉全球的
世界文化遗产，记载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血脉。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涉及考古遗
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史
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线
路等多种类型，展示着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精神追
求和一脉相承的生态智慧。

对于文化根脉，保护永远是第一
位的。

长城保护工程、“平安故宫”工程、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程……一批高水
平的保护、管理、监测、展示项目实施，
有效改善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在文物保
护专项经费中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126个项目，共计6亿元；《长城保护条
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百余部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保护世界
文化遗产构筑铜墙铁壁。

中外世界遗产进入教材、进入课
堂、进入亿万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为
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2019年，
我国有 3.88 亿人次走进世界文化遗
产地。文化自信的力量，在每一位中
华儿女心中升腾。

加强自然遗产保护 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日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4周年

之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
野生动物救助中心，5只经可可西里
巡山队员喂养、救助的藏羚羊被放归
自然。

曾几何时，位于地球第三极的这
片广袤土地上，不法分子的枪声不
断，大批藏羚羊遭到猎杀。多年来，
在各方有力保护下，今天的可可西里
已连续11年实现“零盗猎”，藏羚羊种
群数量恢复至7万只左右。

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嬗变，是我
国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通过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相
关法律、制度和规定，实施天然林资
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重点生
态工程，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
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遗产地生态保
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

同时，依托各地特色世界自然遗
产，通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态补
偿、生活补助、适度旅游等多种方式
惠及民众、改善民生，带动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如今，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已成

为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通过
开展遗产宣传、科普教育等活动，不
仅激发了广大公众对自然文化的探
索热情，也促进了全社会对祖国壮丽
河山的了解和热爱。

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共创互尊互
鉴未来

2014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丝绸
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获
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跨国申
遗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我国对文化
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所持的认同、包
容、开放、协作的态度，也是世界遗产
文化精神的体现。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保
护和传承好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
责任。

从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复
工程，到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
层神庙震后修复工程，再到乌兹别克
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产遗迹
修复工程，我国为世界遗产抢救、保

护作出了重要贡献，将“中国经验”分
享给国际社会，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国
际合作的中坚力量。

7月16日—31日，第44届世界遗
产大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期
间，将审议 2020 年和 2021 年两个年
度的世界遗产项目，还将聚焦世界遗
产保护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集思广

益，提出应对未来挑战、促进实现《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战略目
标和世界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新
共识和新倡议。

秉持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我
国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各国就世
界遗产的保护开展深入合作交流，共
同为世界遗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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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施雨岑

我国今年安排种草改良面积4600万亩
7月15日，科普时报记者从全国草原保护修复推进工作会

议上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绩。2020
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6.1%，比2011年提高5.1个百分
点，全国鲜草产量突破11亿吨，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
载率下降到10.1%，比2011年下降17.9个百分点。2020年全国
完成种草改良4245万亩，2021年安排种草改良任务4600万亩，
上半年已完成任务的56.7%。

会议指出，各级林草部门要大力推进草原保护修复工作，
提供更多优质的草原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要尊重自然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自然修复
与人工修复相结合，加快治理修复退化草原，促进草原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要通过发挥草原的多种功能，打造一批草原旅游
地、度假地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草原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发
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修复，在提升森林质
量、保护湿地、治理荒漠化石漠化和开展国土绿化中，重视发挥
草的作用，力求构建健康稳定的林草复合生态系统。

会议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地要重点夯实草原
工作基础，强化资源保护，加大草原修复力度，科学开展绿化，
扩大种草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同时，还要提高草原科学利
用水平，加大科研支持保障，全面落实林（草）长制，完善保护修
复草原工作机制。 （胡利娟）

7月14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称，《全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全面启动，目标到2025年，全国疫情发生面积和乡镇疫点数量实现
双下降，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2020年水平以下，使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根本好转，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生物安全。

据介绍，自1982年在我国发现松材线虫病以来，疫情快速扩散，西达四川省凉
山州，北至辽宁省抚顺市，截至2020年底已扩散至全国18个省、726个县级行政区，
乡镇级疫点5479个，发生面积2714万亩。黄山、泰山、庐山、张家界、三峡库区和秦
巴山区等重点生态区位相继染疫，迎客松、凤凰松等古松名松安全受到巨大威胁。

为有效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我国对疫区实行分区分级管理。根据2020年秋
季普查结果和各地上报最新数据，将全国松林分布区域划分为重型疫区、轻型疫区、
重点预防区和一般预防区。其中，重型疫区518个、轻型疫区206个、重点预防区740
个、一般预防区1127个。

未来五年，攻坚行动将按照控制增量、消减存量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确保北京、
河北等13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2025年无疫情；已发生疫情的18个省
（区、市），到2025年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2020年水平以下，乡镇疫点数量和疫情发
生面积实现双下降；消灭黄山、泰山重点生态区域疫情，其他重点区域守住疫情防控
底线。

攻坚行动将聚焦疫情精准监测、疫源封锁管控、除治质量提升、健康森林保护行
动四项具体举措，通过实施人工地面监测与航空航天遥感监测相结合的“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行动；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的疫木清零行动；实施以清理病死（濒死、枯死）
松树为核心，媒介昆虫防治、打孔注药等为辅助措施的综合防治策略；以及优先将疫
情防控纳入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生态工程项目，统筹松材线
虫病疫情防控与生态修复。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各地要按照设定目标，制定省、市、县五年攻坚行动方案，
逐级细化分解任务，并每年报送进展情况。行动结束后，将对防治情况进行逐级评
估考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贯彻落实《行动计划》，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科技攻关

“揭榜挂帅”，争取重大科技项目及资金落地，对黄山、泰山、庐山、秦岭、张家界、辽宁
抚顺和梵净山等7个重点生态区域开展包片蹲点，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能源
局、国家铁路局、国家邮政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部门联

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刻认识松材线虫病疫情危害的
严重性和防控工作的紧迫性，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遏制松材线虫
病疫情快速扩散势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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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察

奢香古镇奢香古镇 安居乐业安居乐业

福建农林大学破译茶小绿叶蝉基因组
茶小绿叶蝉又叫作小贯小绿叶蝉，茶树受其病害严重时导

致茶芽枯死脱落，茶树冠顶部呈火烧状，而被称为“叶蝉烧”。由
于其可迅速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使种群快速定殖扩张，
并具有强大的抗药性而让人束手无策。如今，这种茶园最难防
控、最主要之一的害虫，有望找到绿色防控的新途径。

7月15日，记者从福建农林大学获悉，美国国家生物信息
中心和中国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近日同时上线了该校
尤民生教授科研团队完成的首个染色体级别的茶小绿叶蝉参
考基因组。这是目前半翅目昆虫基因组组装连续性、完整性
最好的基因组。

本次研究发现，茶小绿叶蝉体内的嗅觉受体CSP基因家
族产生了明显的扩增，且在染色体上出现成簇排列的现象，这
与该虫识别、定位茶树气味密切相关。此外，茶小绿叶蝉体内
的P450基因家族中的CYP3和CYP4亚家族出现显著特异性
扩增，而这两个家族是昆虫体内重要的解毒基因亚家族，与小
绿叶蝉抗药性的产生息息相关。

茶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据统计，由于茶小绿叶蝉
的为害，我国长江中下游茶区每年茶产量损失约为15%-50%，
重灾年份甚至会出现无茶可收的现象。 （谢开飞 曹佳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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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曾几何时，这是所有人心往神驰的
草原景色，也是多少文人墨客魂牵梦绕
的意境。然而，到过草原的人都知道，
如今草原缺乏生机、少见绿色，我国超
过 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浅草才能没马蹄”是当今大部分草原
地区的真实写照。

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罪魁祸首，
过度的家畜啃食可以直接降低植物高
度，破坏植物生长点，限制植物再生。
同时，超载过牧还通过践踏、降低植被
覆盖度、减少有机质输入等破坏土壤环
境，加剧土壤干旱、降低土壤肥力，进而

间接限制植物生长，导致退化草原植被
矮小，地表裸露。

山西农业大学草业学院侯向阳团队
研究发现，退化草原植物矮化现象不仅
是家畜啃食、土壤恶化的结果，经历过长
期超载放牧的植物在移栽到养分丰富、
无放牧干扰的环境中仍然存在矮化特
征，表现为明显的“矮化记忆”现象。进
一步研究表明，过牧下植物的“矮化记
忆”现象由表观遗传机制调控，是一种主
动躲避家畜啃食的策略，即便去除放牧
干扰后，植物的这种逃避策略依然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已经发生
的“矮化记忆”现象？研究表明，在去除

放牧干扰后，当植物“意识”到家畜不再
啃食，其可以恢复为原来的高度，恢复
时间与超载放牧程度、时间长短有关。

同时，在草原修复过程中添加特定
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将有助于打破植物

“矮化记忆”现象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使植物快速“意识”到家畜不再啃食，提
高恢复速度。

为了不让植物产生“矮化记忆”现
象，限制草原生产力，我们人类应该如何
去做？研究表明，适度放牧情况下，植物
不仅不会产生主动逃避家畜啃食的“矮
化记忆”行为，反而，会因为家畜的啃食
提高生长速度、刺激分蘖数量，呈现为超

补偿生长现象。虽然在长期围封状态
下，草原植物同样不会出现“矮化记忆”
现象，但是没有家畜或其他大型野生动
物啃食，会导致草原植物春季返青晚、易
发生火灾、利用率低下等弊端。从此方
面来看，适度放牧是草原在发挥其生产
与生态功能的同时，又防止植物发生“矮
化记忆”行为的最佳途径。

这就是小草的智慧——主动变小
防御家畜啃食。为了避免植物在家畜
啃食下产生不利于草原发挥其生产与
生态功能的“矮化记忆”行为，我们需要
发挥人类的智慧，通过调整放牧方式、
强度，与植物建立和谐共存机制。

超 载 过 牧 是 草 原 退 化 的 祸 首
□ 郭丰辉

大方县易地搬迁县城安置区奢香古镇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奢香古镇里的“花海梯田”和古色古香的文旅商业街，让当
地成为集观光、旅游、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特色小镇。2018年底，
奢香古镇景区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目前，奢香古镇共安置来自大方县24个乡镇的12500余名
居民。搬迁群众不仅住进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县城
新居，当地还通过就业培训、创业扶持等措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实现安居乐业。 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图为北京故宫角楼。 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

南方稻田是粮食生产特别是水稻生
产的重要场所，在维护国家和地区粮食安
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和作用。

耕作制度是农业生产上一项战略性
措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南
方稻田耕作制度的不断改革，对于加强南
方粮食生产，维护地区和国家粮食安全，
以及推动南方乃至全国农业和整个经济
的向前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实现南
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考虑，当前南方
稻田耕作制度改革亟待改革。

从冬闲变为冬种

当前，南方稻区存在大量冬闲田、撂
荒田（抛荒田），为此，应高度重视南方冬
闲稻田的开发利用。要将南方现有约 2
亿亩的冬闲稻田全部利用起来，种植各种
冬季蔬菜，让冬闲田全部披上“绿装”，既
可“冬收”为农民增加一季经济收入；又可

“冬养”保持水土、提高农田土壤肥力；还

可“冬游”促进乡村旅游。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

开始，南方双季稻区出现“双改单”（双季稻
改单季稻），导致南方水稻种植面积“下
滑”，稻谷产量下降，这对确保粮食安全极
为不利，必须下大力气，采取坚决措施，凡
适宜种植“双季稻”的稻田，要坚决恢复种
植双季稻。同时调动和激发农民种稻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发展双季稻变成
南方稻区农民的自觉行动、普遍行动。

南方稻区长年以种植水稻为主，盛行
水稻连作（主要是复种连作），不仅造成土
壤养分单一消耗，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
性状变劣，而且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积累，
导致严重的农田生态环境污染（如土壤重
金属污染），对农产品安全性产生不利影
响；再加上长年连作导致水稻病、虫、草害
加剧，致使农药用量增加，又更进一步加重
了农田生态环境污染。消除这种“连作弊
端”“连作障碍”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就是
实行作物轮作，比如：稻棉轮作、稻瓜轮作、
稻薯轮作、稻烟轮作等。

改传统稻田单一种稻为稻、渔（包括

鱼、虾、蟹、鳖、鳅、鳝、螺、蛙等）综合种养，
对于提高稻田生态经济效益，实现“一水
两用、一田双收”具有重要意义和显著效
果。

从化学防控转为绿色防控

化学养地在南方水稻生产中很是普
遍，但长期过量施用化肥，必然造成农业
面源污染，破坏农田土壤结构，对实现农
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
利。从推动南方稻田耕作制度“绿色转
型”的角度，必须改化学养地为生物养
地。实行绿肥还田、种植豆类作物生物固
氮、秸秆还田，以及利用沼液、沼渣肥田等
生物养地措施。

单纯依靠喷施化学农药防治水稻病
虫草害的化学防控，对南方稻区稻田生
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为适应新时代新
要求，必须改化学防控为绿色防控。比
如，通过发展稻田间、混、套作和复种轮
作，减少稻田病、虫、草害；应用太阳能
杀虫灯、防虫网、黄板或蓝板，以及释放
天敌、实行稻田养鸭等各种绿色防控措

施控制病虫草害。

由重用轻养改为用养结合

南方稻区是我国典型的传统农业生
产区，具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但长期
采用这种传统耕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生产效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不适宜
当前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要求。
而大力推广稻田保护性耕作，在实行常耕
（常规耕作、传统耕作）的基础上，与少耕、
免耕、深耕、浅耕，以及覆盖结合起来，形
成稻田“轮耕”体系，这对提高南方稻田耕
作系统的效率和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值得广泛推广。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是建立合理耕作
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南方
稻田耕作制度，就是要将用地与养地结合
起来，实行用养结合。在长期连作的稻
田，实行水旱轮作，则可改善土壤结构，减
少作物病虫草害，促进作物高产高效和农
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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